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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
冷
知
识
你
知
道
吗
？

元宵和汤圆并不是同一种食物，元宵是馅料和糯米粉滚出来
的，汤圆是像包饺子那样包出来的。

做元宵，首先需将馅和好，将凝固的馅切成小块，过一遍水后，
再扔进盛满糯米面的笸箩内滚，然后再过水，继续放回笸箩内滚，反
复几次，直到馅料沾满糯米面滚成圆球，才算大功告成。

做汤圆，有点像包饺子，先把糯米粉加水和成团，用手揪一小团
湿面，挤压成圆片形状。挑一团馅放在糯米片上，再用双手边转边
收口做成汤圆。

古时元宵节有“放偷”的习俗。辽金时期是严
禁偷盗的，一经查获，除依法论罪，还得按所偷东
西的价值数倍赔偿。但当时的元宵节却被称为

“放偷节”，这天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偷窃，官
府不禁止，也不逮捕。

“放偷节”里，“偷”得最多的是人家菜园子里
面的青菜，所谓“偷青”。除了偷菜，人们还会偷
灯。送灯或偷灯以祝愿生子的习俗很早就有，《岁
时广记》引《本草》称，宋时人认为正月十五的灯盏
可以使人生子，若夫妇共同去别人家把灯偷来，放
置床下，当月可怀孕。

元宵节还是中国的“万圣节”

元宵和汤圆是一种食物吗

很多人认为化装舞会是西方的东西，其实不
然。南北朝时期，元宵节最热衷的就是“化装晚会”，

就是戴上面具闹元宵。
《隋书·柳彧传》记载：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

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
状异。

大概意思就是，正月十五之夜，大街小巷都是人，大家聚在一起
游戏玩耍。敲锣打鼓，响声震天，火把、蜡烛照亮大地。人人戴着野
兽面具，男扮女装，歌伎戏子、杂耍子弟，奇形怪状。

看过《大明宫词》的都知道，太平公主和薛绍第一次见面就在元
宵节的街市上。当时薛绍戴着昆仑奴的面具，面具摘下来那一刻，
公主的少女心瞬间被收获。

从前的元宵节更像是中国的“狂欢节”。但不知是何原因，后来
“化装歌舞”消失了，观灯、猜谜等更流行，元宵节也少了许多疯狂。

盗贼可名正言顺偷菜

N综合山西新闻网、
美丽安阳等

瞰千门灯火夜如
年，赏皎皎皓月乐团
圆。元宵节是除夕过后
的第一个节日，它预示
着春节正式结束，也预示
着新一年工作、生活的开
始。那元宵和汤圆是同一
种食物？它还是情人节？在
古 代 ，元 宵 节 还 是 狂 欢
节？……这些关于元宵节的
冷知识你知道多少？

元宵节
为什么要张灯结彩

元宵节也是古时情人节

正
月
十
五
元
宵
节

古时，传统社会的年轻女孩不允许外出
活动，只有过节时才能结伴出游。不少未婚
男女借着出游赏花灯，为自己物色心上
人，因此元宵节也成就了无数良缘美
眷。传统戏曲里陈三和五娘在元宵
节赏花灯时一见钟情，乐昌公主与徐
德言在元宵夜破镜重圆，《春灯谜》中宇文
彦和影娘在元宵定情，都是例证。

不仅如此，不少诗篇也借元宵抒发着爱
慕之情。如辛弃疾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唐代的很多节日习俗都和佛教有
关，元宵节燃灯就是这样。

在《药师经》里，燃灯能够驱邪和
祈福，另外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印度有佛舍利
在空中放光，时间正好对应了中国的正月十五。
随着这些经典在唐代的流行，正月十五元宵节放
花、燃灯的习俗也就在唐代传播开来了。

我们今天说的“火树银花”，正是当时燃灯的
实际描绘。当时的花灯叫“灯轮”“灯树”，是一
轮一轮的灯盏，越往上越窄，有点类似缠绕
了彩灯的圣诞树，所以叫“火树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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